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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着安置点消毒、村民疾病治疗的

任务，因为活动板房条件较差，很多

时候让她束手无策。“现在搬进了新建

卫生所，设备齐全了，能更好地为群

众服务。”马良慧说。

据鲁甸县卫生局纪委书记徐嘉伟

介绍，县卫生局规划恢复重建项目覆

盖 20个医疗卫生机构和 86个村卫生

所。其中龙头山镇中心卫生院、龙头

山镇中心卫生院翠屏分院和火德红镇

卫生院3家医院已投入使用，正在进行

附属设施建设。86个村卫生所中已有

10个村卫生所竣工并交付使用。

多种举措确保渡过难关

民生保障一直是鲁甸县委、县政

府灾后重建工作中的重点。对全县列

入 2015 年过冬救助对象的 9620 户共

39322 人，鲁甸县安排资金 1656 万

元，按照每户发放 1袋米 （25千克）、

2桶油（共 10升）、特殊户增加 1床毛

毯的标准进行救助，让特殊困难群众

温暖过冬、温馨过年。

在抓好民生保障的同时，灾区全

力推进扶贫攻坚项目，结合当前正在

开展的“挂包帮”“转走访”精准扶贫

工作，鲁甸县深入推进集中连片特困

地区扶贫攻坚，落实“百村千组”帮

扶行动，推进 22个整村推进和 6个产

业扶贫项目建设，增强群众“造血”

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

鲁甸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人社

局局长饶智祥认为，开发公益岗位就

是体现群众“造血”能力的典型之

一。地震后，省人社厅及时拨付了

1179万元再就业资金到鲁甸县解决灾

后就业难题。县人社局在全县 12 个

乡镇共开发了保洁员、卫生防疫员等

临时公益性岗位 1100个。“我们在家

门口打工，每个月有 600 多元的收

入，真的很不错呢。”一位交通协管

员说。

“县人社局对地震中受灾的32家企

业共发放稳岗补贴71万元。”鲁甸县人

社局副局长陈兴虎说，为了让企业挺

住，把员工稳住，鲁甸县采取了发放

维稳补贴的方式，用失业保险基金来

补助企业，使企业减少损失，保证员

工工作稳定。

同时，鲁甸县还大力扶持受损工

商户和小微企业，积极协调贷免扶补

820户、小额担保 129户，每户贷款 5
万元，由政府贴息“两个十万”48
户，有力支持了因灾受损的个体工商

户和小微企业。
本刊记者 刘 宇 王学勇■

评灾核灾工作需要到每户受损房

屋现场。每天天还没亮，鲁甸县火德

红镇火德红社区包保队员杨朝忠和同

事就带上水和干粮出门了。由于受灾

户分散，位置偏僻，有的地方甚至还

不通车，杨朝忠和同事每天都要步行

很长一段路……

以“两头黑”的工作状态，仅用了

一个星期，杨朝忠和同事就圆满完成了

全社区97户受灾群众的核灾评灾工作。

鲁甸灾后恢复重建，对于党员干部

来说是一场“赶考”。他们冲锋在前，

在重建中挺起不屈的脊梁，用责任和担

当全力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各项任务。

“八包八保”：包暖人心保出实效

为了让每户受灾群众都有人关

心，每件事情都有人落实，地震发生

后，鲁甸县委认真贯彻落实省委领导

提出的“八包八保”要求。

全县 4230名领导干部全面包保到

乡镇、到村、到组、到户，1个乡镇至

少 1名处级党员领导干部挂钩联系，1
个村至少1名科级党员领导干部担任组

长，1个受灾户至少 1名干部包保，统

筹落实恢复重建各项工作。

“群众不搬家、包保干部不回

家”、“任务不完成、包保干部不脱

责”……全县各级包保干部取消所有

节假日，全身心投入到灾区一线推进

恢复重建，把包保责任融入恢复重

建和生产生活的每一个环节。

同时，包保干部还要负责全面摸排

特困户、“五保户”、“三无”人员、残

疾人等特殊困难群体，实施分类救助，

及时落实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

养、受灾人员救助等各项救助措施。

“‘我在龙头山’成了局里包保

干部与朋友、亲戚打电话时的常用

语。”鲁甸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人社

局局长饶智祥告诉记者，人社局挂包

龙头山镇西坪村，为了保证群众随时

都能找到包保干部，局里的干部 24小
时在片区轮流值守。

针对民房重建推进较为迟缓的薄

弱片区，鲁甸县挂钩包保的领导白天

深入一线蹲点抓进度，晚上召开联席

会议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一户一

策、因户施策，全力突破影响民房重

建的瓶颈。

有一户家庭，因父亲在地震中遇

难，刚满十八岁的儿子当时已领取了4
万元建房款却不想建房子。包保干部

了解情况后，生怕他乱花钱而使家里

的房子建不起来，就找其亲戚劝他拿

出钱来建房，并由工作组、包保干部

在重建中挺起不屈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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